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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乡建设
CHENGXIANGJIANSHE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
是发展高效、绿色、高品质现代农业的重要环节。这与 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发展高效农业、
绿色农业、质量农业，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的思
想是高度吻合的。我国现阶段，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小农户的参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永安市位于闽中偏西，地处山区，地貌特征为“九山半水半
分田”。现有耕地面积 26.90 万亩，人均耕地面积 0.81 亩，全市
乡村人口数 210247 人，普通农业经营户 45339 户，规模经营农
户 1056 户。基于小农户的耕地资源现状决定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
化操作和规模化服务几乎很难实现，如何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因地制宜地把大多数的普通农户引入到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
上，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一、发展现状
福建省 2017 年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三明地区试

点县是沙县和尤溪，永安市 2018 年列为省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项目县之一，2018 年完成粮食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3 万亩，主要服
务内容围绕粮食生产耕、种、防、收等环节提供统一的专业化、
规模化全程或单项托管服务进行财政补助扶持。财政补助原则上
占服务价格比例不超过 30%，单季作物各环节补助的总和原则上
不超过 100 元/亩，通过“一卡通”方式补助给被服务的农户。
从 2018 年永安市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效果来看，深受
农民欢迎，全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程度也逐步提高。但由于
受到种植结构，种植面积及现有规模化农机专业合作社较少等因
素的影响（2018 年全市提供规模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机构只有 5
家），永安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普及度和覆盖面还比较低，
服务带动能力较低，金融扶持、信息、销售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建设还不完善，山区小农户走进现代大农业及“一站式”农
业社会化服务模式还有待摸索提高。

2020 年永安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在 2018 年项目的基础
上，进一步以突出粮食社会化服务为目标，全年完成服务面积 1
万亩，计划补助资金 100 万元。通过公开择优的方式，确定 5 家
能够为农户等提供有效稳定服务的农机型农民合作社服务作为社
会化服务主体。

二、主要问题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相对较低，

无法完全满足各农业生产主体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至
2019 年永安市已有 88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319 个家庭农场，参
加农户 33256 户，但受服务主体多样性和分散性的影响，规模发
展有限，小农主体服务功能不足，发展还不充分，社会化农业服
务组织体系不健全。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
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面临的共性问题和难题是服务渠道较

少、供给不足。一是农户获得社会化服务的渠道比较单一，农户
在种植业生产经营各环节所需要的服务中，65%以上是靠自己解
决。二是农业服务内容覆盖面不够。目前永安市农业生产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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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内容是围绕水稻生产耕、种、防、收等环节提供统一的
服务，满足不了小户农民在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对社会服务的多
种需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与小农户服务需求有效衔接方面
不够。

（三）乡镇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力量不足
永安市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至 2019 年全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人员有 185 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人员 179 人，全市 15 个乡镇（街道）虽然在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能力、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动物疫病防控
体系、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体系能力建设方面日趋完善，但乡镇、
街道农业服务推广技术部门人手有限，力量不足，一人多岗，人
员流动性比较大，对推动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一定影响。

（四）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有待完善
面向“三农”发展的专业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企

业及农户的融资渠道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型经营主体的成
长，制约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宣传，借鉴经验做法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是新生事物，基层各乡镇（街道）和农

业相关部门作为实施载体，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项目落
地的良好氛围，通过手机短信、明白纸、宣传栏、农业培训等渠
道，大力宣传政策，让更多生产主体能够了解到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更好地满足各主体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促进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发展。

（二）多管齐下，加快体系建设
一是坚持面向服务小农户。把握好、带动好小农户，而不是

代替小农户发展，把服务小农户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切实
解决小农户规模化生产难题。二是坚持以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
把支持农业生产托管作为重点，推进服务带动型的规模经营，把
农户独立经营与农业规模化生产有效结合。三是坚持面向服务特
色优势农产品。永安是重要的省级商品粮基地，坚持把主要粮食
作物水稻与提升地方特色农产品鲜食玉米、安砂小薯、冬种莴苣
等生产效益相结合，达到支持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目标。
四是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引导服务主体按照“有
合同约定、有标准内容、有记录过程、有人员培训、有质量保
障、有产品监管”的“六有”服务模式，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
务标准体系和操作规范，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用好政策，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
切实落实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用足用好财政扶持、信贷支

持、税费减免、人才培育引进等优惠政策，尤其是永安市“福田
贷”政策。按照“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
要领直接到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要求，不断完善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培育更多具有高端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主体，规范化服务
市场，引导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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